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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南北绽新颜·科技记者看新疆
52 岁的黄自友和妻子一年到头生活在世

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

漠中。他们每天的工作极其单调，就是用从沙

漠底下抽上来的地下水，浇灌公路两旁 4 公里

长的绿化带。

他们住在不足 10 平米的卧室兼厨房里。

这里荒无人烟，没有电视信号，没有网络，也没

有任何生活服务设施。给养也是每周才送来

一次。

黄自友夫妇看护的是绿化大队的第 21

井。像他们这样守护着的水井，在塔里木沙漠

公路中共有 108 个。水，滋润着绿化带，保护

着这条 436 公里的全世界最长的沙漠等级公

路不被风沙侵蚀。

不论是从空中俯瞰，还是站在沙山上眺

望，塔里木沙漠公路就像一条绿色长廊镶嵌在

浩瀚无垠的黄沙之中。经过这条公路的人无

不为它交口称赞，“盛产”沙漠的西亚、北非朋

友到此“一游”，更是为它的神奇所折服。

然而，在这神奇的背后，是科学家们 25 年

不懈的追求与坚守。

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被

称为死亡之海，面积达到 33.76万平方公里，地

下油气资源丰富。1995年，中国石油在此投资

8亿元，建起了贯穿南北、长达 522公里的世界

上最长的沙漠等级公路。然而，问题不久就出

现了。修好的公路连续积沙，养护费用逐年增

加，在公路旁建设的机械防沙体系也严重损

毁，这些都制约了油气田的正常勘探和开发。

他们迫切需要科学家帮助解决这一世界难题。

其实，在塔里木沙漠公路建成之前，科学

家们就已经着手研究沙漠植物的生存问题了。

早在 1991 年，中科院新疆生态地理所的

研究人员，便在气候干旱、风沙强烈、高温酷

热、降水稀少的沙漠环境下，开展了以生物防

沙措施为主体的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的

深入研究和艰难探索。该所研究员、中科院

塔克拉玛干沙漠研究站站长徐新文告诉记

者，从植物引种筛选到植物园圃的建立，从先

导实验到路段示范、从工程设计到实施维护，

历时 12 年，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为沙漠

公路防护林生态建设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科学

依据。

沙漠地下是有水的，但却属于矿化度较高

的“咸水”。科学家们逐步确定了主要植物适

应灌溉水矿化度的范围。“比如梭梭、柽柳、盐

穗木和碱柴适应 2—28 克/升的矿化水，而沙

拐枣、沙枣、胡杨和枸杞只适应 2—15 克/升的

矿化水。我们从沙漠的边缘到腹地，从试验到

示范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徐新文说。

2003年 6月 17日，国家批准了沙漠公路防

护林生态工程建设，总投资 2.18亿元。利用前

期生物防沙试验研究的技术成果，建成了全长

436公里的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林带总

体宽度 72—78米，总面积为 3128公顷，种植各

类苗木近 2000 万株。工程于 2006 年 10 月顺

利通过验收。

徐新文说，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建成

后，有效降低风速 50％—77％，林带内输沙率

仅为流沙地的 0.98％—12.55％，有效防治了流

沙对公路的危害，保证了公路的安全畅通，公

路沿途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动植物种数不断

增加，使昔日荒芜的流动沙漠充满生机。

沙漠防护林工程在世界尚属首例。它是

一次人类向大自然的重大挑战，为人类治理沙

漠和改善沙漠环境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科学

依据。

中国科学家的创举引起了国外的重视。

中科院新疆生态地理所副所长雷加强告诉记

者，目前这项成果已推广到撒哈拉沙漠地区，

为利比亚海岸公路和沙漠公路风沙灾害防治

项目承担了设计工作，并为利比亚培训了技术

人员。

科技是沙漠公路得以持续发挥作用的强

力支撑。

早在 2002 年，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和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所为了给沙漠油田基

地的生物防护体系和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

程建设筛选适宜的荒漠生态植物，为增加沙漠

腹地人工绿地的生物多样性，在塔克拉玛干沙

漠的中心建设了塔中植物园。

塔中植物园是世界上第一个位于茫茫沙

海腹地的植物园，也是世界上自然环境最为恶

劣的植物园。同时兼任植物园园长的徐新文

告诉记者，植物园面积有 300 亩，共引进新疆

区内外各种植物 300 多种，目前保存下来的有

200多种植物。

记者在塔中植物园看到：沙拐枣、柽柳、沙

打旺、补血草在这沙漠腹地里正茁壮生长。令

人惊奇的是塔中植物园还有园中园，包括柽柳

园、沙拐枣园、胡杨树木园、荒漠珍稀植引种

区、塔里木盆地乡土植物引种区、荒漠经济植

物引种区、荒漠观赏植物引种区、盐生植物引

种区、沙生植物引种区等。

在沙漠腹地，行走在绿植成荫的植物园

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蓝天、黄沙、绿植相应

成辉。科技支撑了沙漠公路的发展，也改变了

石油人的生活生产环境。因为有一批中科院

人在这里坚守。

坚守在沙海里的中科院人
——中科院新疆生态地理所沙漠公路防护林工程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李大庆

再过一两个礼拜，长沙县高桥镇农民王海

军种植的近 30 亩超级杂交稻就有收成了。不

管天气如何，他每天都到这片“特殊”稻田，察

看稻子长势。

这是湖南省唯一的“全绿色”稻田，湖南省水

稻研究所的实验基地。从育种到收割，不打化学

农药，只以科学方法施加与普通农田无异的有机

肥量，采用以物理和生物手段为主的“绿色防控”

技术治虫害。目的就是看老百姓最关注的超级

稻不用高肥、高成本，到底能种出多少粮食。

“Y 两优 900”育种者、杂交水稻国家重点

实验室杂种优势机理研究方向首席科学家邓

启云预测，这里亩产能达 750 公斤左右。“我们

今年首次做绿色防控法栽培水稻实验。”湖南

省水稻研究所副所长张玉烛向科技日报记者

表示，截至目前，测试发现在相同条件下，超级

稻品种能更好的利用光能和吸收肥料，其增产

并不只在特殊条件才能实现。

比起超级稻百亩连片攻关不断刷新的超

高产世界纪录，大家更关注这项领先世界的科

研成果推广应用潜力及表现。9月 15日，杂交

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沙市科技新闻学会举

办的超级稻科普沙龙上，媒体与专家首度直面

“敏感问题”。

超级稻是转基因的吗？

不久前，记者与一高校朋友聊天，谈及超级

稻，对方脱口而出：“超级稻不都说是转基因

吗？能吃、好吃吗？”转基因、依赖高肥、片面追

求高产……加上闹得满城风雨的减产绝收事件，

超级稻真不“太平”。这些也间接影响到超级稻推广。

1996 年农业部立项“中国超级稻”育种计

划，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形态改良与杂

种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指导下，超级

稻百亩片攻关已完成 4 期目标，突破 1000 公

斤。如果以水稻 1.0定义常规稻，杂交稻、超级

稻则分别代表了水稻 2.0、水稻 3.0。媒体报道

几乎都集中在高产这个水稻升级版的显性指

标上，米质和抗性很少提及。

邓启云表示，量增和质优是超级稻选育并举

的两大指标，也已做到和谐统一。他坦言，高度市

场化的米业，仅高产而没好口感和营养，不会有消

费者埋单。超级稻Y两优系列，就是坚持广适性、

优质、超高产同步改良选育出的品种。以这系列

超级稻为例，现累计种植超1.44亿亩，比常规品种

增产93.6亿公斤，创造经济效益234亿元。

“超级稻绝对不是转基因。”在浏阳袁创超

级稻新品种展示基地，邓启云坚定地对媒体表

示，“我们一直采用常规育种和分子育种，从未

使用过转基因。”他还兴奋地指着一个研发新

品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是采用传统三系

法培育的，它的潜力产量很可能达 17 吨/公

顷。三系法配组不自由，比两系法培育难度更

大，因此近年来三系法没太多新进展，但三系

法不育系育性不受温度影响，制种更安全。我

们一直在尝试突破与攻关。”

超级稻大面积种植为
啥不能高产？

超级稻百亩连片攻关品种的大田表现，与

攻关测产数据明显有差距，难怪老百姓质疑超

级稻走出攻关片后，高产还是否“靠谱”。

张玉烛道出了超级稻的“难言之隐”：水稻

育种创新已翻页，但农民的栽培理念和“功夫”

仍停留在上个时代。他称之为水稻 3.0与栽培

2.0甚至 1.0的“错位”融合。张玉烛介绍，围绕

超级稻选育及推广同步开展的绿色生产技术

研究中，就有针对超高产易引发病虫害的绿色

防控技术，除利用稻螟赤眼蜂寄生害虫卵消灭

鳞翅目害虫、以微生物发酵诱导病害抗性、利

用稻田天敌保育技术防治稻飞虱、采用益害昆

虫分离诱虫灯外，还有“生物控草肥”控制田间

杂草等新技术的使用。上述技术，能让引起安

徽万亩超级稻减产绝收、有“水稻癌症”之称的

稻瘟病来袭时，病株率锐减至不足 0.48%，纹枯

病产量损失约 1%，稻曲病粒率小于万分之

一。但这些技术尚未被农民普遍掌握。这也

是随着超级稻品种产量级别增加，农户种植产

量折算率反而递减的主因之一。

王海军也表示，选对品种，依照特性种植，

超级稻其实很省心，除几个关键生长期，多数

时间无论管不管，它都生长得很好。杂交水稻

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数据显示，相同普通栽培

条件下，超级稻组合比普通杂交水稻具更高产

量水平；相同栽培条件下，各期超级稻“农户产

量/专家产量”的折扣率虽不断减少，但实际增

产幅度始终稳定在 10%以上。

超级杂交稻的增产逻辑是依靠大水大肥

模式吗？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常硕的研究结果出人意料——增产最大功臣

是太阳光。他以审定最早的两优培九、国内

推广面积最大的 Y 两优 1 号、目前产量潜力

最高的 Y 两优 900 三种超级稻为研究对象，

从不同时期和不同叶位、单叶净光合速率和

群体光合速率上，对超级稻的太阳光利用进

行实验分析。结果显示，两优培九在不同生

育时期，剑叶单叶净光合速率显著高于前代

三系高产杂交水稻汕优 63，Y 两优 1 号可根

据作物不同生育时期的需要灵活分配光合能

力，Y 两优 900 保持 Y 两优 1 号光合优势的同

时，在生物学产量和穗粒数上实现新的增长，

增产潜力更高。

超级稻走出“攻关片”能打多少粮
本报记者 俞慧友

科技日报讯 （记者高博）桥梁工地现场，

常见工人们抱着喷管，向钢筋框架里浇筑水

泥。而现在，一块块“积木”在现场互相嵌固，

就能拼出一座大桥。

9 月 25 日，记者在安徽芜湖长江公路二

桥工地看到，一块十几米宽的“面包切片”吊

在半空，缓缓接近另一块完全相同的“面包

切片”，彼此的接口凹凸互补。工人们把凹

凸处涂上建筑胶水环氧树脂，然后，两块钢

筋混凝土就像乐高积木一样嵌在一起。桥

梁就这样多长了两米。之后，许多根承重钢

索会穿过镂空的“切片”，把它们牢牢绑定成

一体。

这些预制好的桥梁片段，是专门的运输平

板车从附近占地 150 亩的预制厂载出来的。

那里有 4 条生产线，龙门吊把绑扎好的钢筋框

架吊进工作间，几个工人配合全液压系统和内

外模具浇筑，出厂的预制件有两种宽度，每类

规格做到出品精确一致。

“这样大规模的‘工厂化’预制，在全国来

说都是第一次。”中铁一局桥梁公司的项目负

责人陈伟说。为了一段几公里长的引桥，预制

厂要生产 4186榀预制片。

芜湖长江公路二桥全长 55 公里，是长江

上第二高的桥。它也是中国首座获得 BE建筑

奖的桥梁设计作品。贯穿桥梁的钢索不是埋

在混凝土里，而是暴露在桥梁内的空腔中，就

算钢索损旧也容易更换。

桥梁的每个片段，承重一面都由混凝土的

钢索绷紧，这样就可以两臂悬空而无需肋条支

撑。每一块预制片段又薄、又宽。不光浇筑它

们的精度需要测量队全程保证，而且安装在一

起时候误差不能超过 2mm，比一般桥梁要求

的 5mm要苛刻得多。

面对难题，中铁一局桥梁公司发明了自动

喷淋养护机，保证每一片预制件不会出现裂纹

和变形；还开发出一种新式架桥机，重量轻，速

度快，而且比同类美国机器便宜得多。“一些同

行来参观我们的机器，说这是他们看过最漂亮

的架桥机。”研发者金宝兰说。

这里的工区，人手比以前减少了三分之

二。新施工办法最大程度避免了体力活儿。

不仅是浇筑和安装环节，在生产钢筋框架的生

产车间里，全是机器自动弯折螺纹钢，提高了

质量，也让钢筋余料和报废件几乎没有了。

“如果这些设备的周转率上去了，那么算

下来比人工要便宜。”现场一位工程师介绍说，

随着人力成本上涨，“工厂预制+现场装配”将

成为一种趋势。

据 介 绍 ，预 制 法 还 有 一 个 优 势 ：如 果

国 外 有 修 桥 铺 路 的 项 目 ，可 当 地 缺 钢 材 、

水 泥 和 运 力 ，那 么 长 江 边 的 预 制 厂 里 的

“ 积 木 ”，即 使 船 运 到 万 里 之 外 去 拼 接 ，也

是划得来的。

“ 乐 高 积 木 ”搭 桥 梁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志强）记者从日前举

行的贵州省重大科技专项“9 种名优中药品种

的技术提升与深度开发”验收会上获悉，通过

项目实施，9个名优中药品种 2014年共实现产

值 49.67 亿元，销售收入 40.51 亿元，利税 13.33

亿元，较项目实施前 2011 年新增产值 26.41 亿

元，新增销售收入 23.64亿元，新增利税 7.69亿

元，实现了产品产业化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大

幅度提升。

据 了 解 ，为 提 升 贵 州 名 优 中 药 产 品 的

质量、效益和市场占有率，贵州省科技厅以

该省目前市场占有率较高、市场需求较大、

疗效肯定，且具有发展潜力的“仙灵骨葆胶

囊”“热淋清颗粒”“妇科再造丸”“参芎葡萄

糖 注 射 液 ”等 9 个 代 表 性 名 优 品 种 为 研 究

对 象 ，2011 年 组 织 实 施 了 科 技 重 大 专 项 。

项 目 由 贵 州 医 科 大 学 牵 头 承 担 ，以 贵 州 益

佰、同济堂、百灵、信邦等该省具有较强实

力 的 中 药 骨 干 企 业 为 主 体 ，有 贵 阳 中 医 学

院 、中 药 固 体 制 剂 制 造 技 术 国 家 工 程 中 心

等 省 内 外 高 校 及 科 研 院 所 作 为 科 技 支 撑 ，

围绕“中药名优特品种的二次开发”“中药

注射剂安全性的再评价”，以及“中药名优

特品种的品质提升”三个研究方向，展开产

学研联合攻关。

通过 3 年多努力，项目承担单位和企业合

作，先后完成了 9 个名优中药品种的原料品

质、质量控制、生产工艺及药理效应、安全性的

深入研究，培养了一批创新人才和企业技术骨

干，形成并申报发明专利 33 件，其中已获授权

16件；制定企业标准 9项，提升国家药品标准 6

项。

专家们评价，该重大专项探索了贵州名优

中药的现代化研究模式，达到了“改进完善产

品生产工艺、切实提高产品质量控制标准、确

保临床用药安全”的目的，实现了以科技打造

名优“中药大品种”，以“中药大品种”推动骨干

企业发展的目标，为提升贵州名优中药民族药

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认知度，提供了有力的技

术支撑。

贵州 9 种名优中药产值近 50 亿

科技日报讯（记者游雪晴）为迎接故宫博

物院 90 年院庆，“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技

艺特展”9 月 26 日开始在神武门城楼展厅开

展。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举办以文物保护修

复为主题的综合性修复技艺和成果展。

该展按文物类别分设 11 个单元。各单元

中，从技艺说明、传承谱系、文物修复过程和修

复案例等几方面进行了说明和展示，其中，修

复案例多配以实物呈现。展厅内还设有影像

区域，专门开发的手机 APP，使用 3D 建模，借

助多光源照相、细节观察、修复过程动画等多

种交互手段，观众可更直观地感受不同文物的

修复过程和操作细节。

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祥介绍，故宫博物

院文保科技部现在已经拥有一百多位各类文

物保护修复专业技术人员，具有以古字画装裱

修复技艺、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青铜器修复

及复制技艺和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等 4 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代表的十余个门类

保护修复专业队伍，汇集了老一代非遗传承人

与全国优秀大学毕业生，是全国最大的文物保

护修复机构。

本次展览所展示的只是故宫文物修复工

作的一小部分，却也反映出文物修复工作的艰

辛与奇妙。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11月 15日。

故宫首展文物保护修复技艺

科技日报讯（记者侯静）日前，第

三届北京国际科学节圆桌会议在中国

科技馆召开，来自中国、德国、法国、埃

及、土耳其等 14个国家的 23位科学节

组织代表广泛探讨了世界科学传播领

域的新问题与新理念，以及构筑世界

科学传播交流、展示和宣传的平台等

问题。

本届圆桌会议有 13 个科学节组

织应邀首次参会，会议响应“一带一

路”战略，围绕“科普新丝路”的主题，

着重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

作，探索科普的新途径，并在信息化科

普、商业化科普、科普与艺术人文的融

合、科普信息深度利用等领域进行深

入探讨。

第三届北京国际
科学节圆桌会议举办

科技日报讯 （记者游雪晴）在刚

刚落幕的“世界小米起源发展会议”

上，作为世界小米重要起源地之一的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起成立内蒙

古谷子（小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该联盟将通过开展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业务创新等方面的协作，实

现资源共享和有效利用，增强谷子产

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推动谷子产业

再上新台阶，实现谷子产业由资源优

势向经济优势转变。

2012 年，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评选为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地”。目前，敖汉旗谷子

种植面积达到 85万亩，是全国面积最

大的优质谷子生产基地，是“世界小

米之乡”。

谷子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科技日报讯 （记者林莉君）记者

从近日在京启动的全国“有机宣传周”

上获悉，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三地将携手共建有机产

品认证示范区，为北京冬奥会营造良

好生态环境。

据介绍，三地质监部门将加强与

农业部门的交流合作，在冬奥会举办

地及周边地区复制推广北京市延庆县

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的

经验，率先在河北省丰宁、隆化等地

开展有机产品示范创建工作。三地

将在有机产业规划、技术应用、示范

区申报等方面开展对口帮扶和交流

合作，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态修复

成本，提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

由国家认监委举办的“有机宣传

周”活动，是全国“质量月”的重要内

容，旨在向公众宣传普及有机知识和

有机生活理念，展示我国有机产品认

证成果。

京津冀三地共建
有机示范区迎绿色冬奥

科技日报讯 （记 者马延芳）日

前，以“融合发展：新常态下科技期刊

的发展之路”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国

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本

次论坛就大数据、媒体融合与科技期

刊、科技期刊与科学道德建设、科技

期刊国家化发展策略、区域科技期

刊品牌建设与西部创新驱动发展为

内容，邀请专家、院士作了多场精彩

报告。

中国科技期刊
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佳珅）近日，

《致敬抗战历史 分享中国荣耀——纪

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图片展》在北京前

门步行街举办。

本次活动由新华社北京分社等单

位主办。展览共计 280 张照片，记录

了中国人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彰显了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的重要地位。其中有不少是首次公

开的历史老照片，真实再现了中国人

民英勇不屈的抗战历史。

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宗焕平表

示，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用生命和鲜

血谱写的光辉篇章，体现了中国人民

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爱国主

义优良传统，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产，

也是激励和教育每一个公民的宝贵财

富。据悉，本次主题展览自 9 月 26 日

开始持续 14天。

致敬抗战
历史图片展举办

故宫博物院将于10月10日迎来成立九十周年院庆。届时，故宫博物院将正式对观众开放宝蕴楼、慈宁宫区域、午门—雁翅楼区域、东华门
等四个新的区域，使故宫的开放面积由目前的52%增加至65%。图为故宫即将开放的东华门至午门的城墙。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传书)我国最大的核

电运营商、全球最大的核电建造商中国广核集

团在成立 21 周年之际对外宣布，其提供的清

洁能源上网电量已累计超过 7000 亿度，等效

减排二氧化碳 5.5 亿吨，减排效应相当于种植

151 万公顷森林，面积可覆盖 7 个深圳市。据

中广核新闻发言人胡光耀介绍，目前中广核的

在运在建核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2937 万千

瓦，“随着发展实力的持续提升，以及不断加快

在国际核电市场的布局，中广核已经成为国际

核电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

据胡光耀介绍，中广核目前拥有在运核电机

组14台,装机容量1492万千瓦，占我国大陆核电在

运装机容量的60.5％，安全生产业绩保持世界先

进水平。同时，中广核稳步推进核电工程建设，拥

有6个在运在建核电基地，12台机组在建，装机容

量1445万千瓦，占我国大陆核电在建装机容量的

52.4％，占全球核电在建装机容量的18.6％。

另外，作为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

龙一号的示范项目以及落地英国的参考电站，

防城港核电二期工程预计年内开工，这将为接

下来以自主技术带动装备制造等产业大规模

走出去奠定关键基础。

除了核电外，据胡光耀介绍，近年来，中广

核坚持核电、非核清洁能源协同发展战略，积

极推动风电、水电、太阳能、燃气等非核清洁能

源项目。截至 8 月底，中广核在运、在建非核

清洁能源装机已达 1249 万千瓦，项目覆盖国

内 29 个省区。其中，拥有风电投运装机达 740

万千瓦；太阳能在运装机 70 万千瓦；水电权益

装机 526万千瓦。

中广核清洁能源上网电量超 7千亿度


